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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走出出去去闯闯一一闯闯，，文文化化名名片片更更亮亮了了
多台原创剧目一巡演，文化市场上更有话语权

本报记者 汪泷

传承人有干劲
更多济宁项目闯世界

在刚结束的深圳文博会
上，济宁本土的近10项非物质
文化遗产有机会集中展示在海
内外的客商面前。其中最受人
追捧的是市级非遗传承人———
董氏冷兵器的开创者董现行。

“这次我一共带过去两套
冷兵器，在展会现场就被一位
客户订走一套。”说起这趟文博
之旅，董现行十分自豪。他刚回
到济宁之后，余热未了的兵器
爱好者追到济宁家门口，要求
订制一整套他打造的冷兵器。

近年来国内的各大文化展
董现行几乎场场不落。“参与各
类文化活动，让董氏冷兵器在
圈中声名大噪。”济宁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
樊云松说。

“剪纸艺人张跃广去年曾
携他的作品参加江苏的一个国
家级剪纸大赛，并斩获一等
奖。”樊云松告诉记者，这样的
奖项不仅提高了张跃广的名
气，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订单，
甚至省内外许多地区还邀请他
前去授课。

在樊云松看来，国内的非
遗保护环境愈来愈好，非遗传
承人们的动力也越来越足，这
也让济宁本土的手工技艺类非
遗产品逐渐销往全国各地，乃
至走出国门。非遗融入现代生
活，樊云松认为，无论是手工技
艺类，还是中医药类的非遗项
目，正在不断地代表济宁走出
去，“方健制药的二仙膏就是个
例子，如今已经销往日本、韩
国、东南亚等地区。”

新老剧目频现
市场的话语权增强

2014年的孔子文化节开幕
式上，舞蹈节目《湖韵》一亮相
就惊艳全场，这个节目节选自
济宁艺术剧院精心编排的《我
家就在岸上住》。

济宁艺术剧院总经理赵建
刚介绍，近年来济宁演艺集团
不断推陈出新，多台原创节目
成功登陆省内外文化市场，“我
们的儿童剧《白雪公主&七色
光》不仅在全市巡演，而且还在
济南、枣庄等地取得了不错的
反响。

赵建刚直言，济宁的文化
交流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而
且在国内的文化市场越来越有
发言权，“眼下艺术剧院编排的
山东琴书《农家春》，就作为代
表节目参与到省文化厅举办的

‘齐风鲁韵大舞台广西壮族自
治区巡演’。”同样由济宁市演
艺集团打造的原创杂技剧《大
哉孔子》，今年3月份也首次在
青岛成功演出。

除了这些新创剧目之外，
济宁市各级文化部门重新挖掘

出的传统礼乐节目也在国内外
取得好口碑。正如今年遗产日
上被评为非遗亮点工作的邹城

“邹鲁礼乐挖掘与交流巡演”，
该项目中的主打节目《礼乐邹
鲁》去年进行全国首演，而且还
赴韩国安东市交流巡演。

深圳文博会上一亮相，爱好者追着买冷兵器；参加国家级大赛，剪纸的订单越来越多；多台原创剧目走
出去巡演，济宁文化的市场话语权变强了。走出去闯一闯，济宁文化这张名片变得更亮了。

原创杂技剧《大哉孔子》演出场景(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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